
小班音乐活动教案(精选6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班音乐活动教案篇一

帮助幼儿运用已有对小狗的经验，感受理解歌曲，尝试表现，
进一步激发幼儿喜爱小狗的`情感。

1、教学材料准备：

歌曲《小狗饿了》录音，“肉骨头”人手一份、大骨头一根。

2、幼儿经验准备：

对小狗的特征与习性有所了解。

1、装扮角色、引发讨论

关键提问：

今天妈妈要夸夸能干的狗宝宝，谁来说说狗宝宝有什么本领
呀！

小结：小狗会摇尾巴、闻味道、汪汪叫、啃骨头…本领可真
大！

2、合着音乐表现小狗不同的动态

1、通过故事理解歌词



关键提问：

猜猜小狗丁丁饿得怎么样？

肚子饿得咕咕叫，怎么办呀？

看见肉骨头，小狗会干什么？

3、教师以歌词小结，进一步熟悉歌词

1、鼓励幼儿伴随音乐尝试大胆表现歌曲。

2、在音乐伴奏下尝试演唱

3、游戏：找骨头

小班音乐活动教案篇二

1、感受东北民歌热情、豪放的风格，体验歌曲活泼风趣的情
绪及卷舌音的特点。

2、在了解货郎的社会角色并理解吆喝含义的基础上，能模仿
生活中吆喝叫卖的声音，初步学会演唱歌曲。

3、尝试结合生活经验仿编念白歌词，并能完整仿唱歌曲。

磁性黑板，曲中人物，货物大图、游戏用生活用品小图及实
物商品若干，小推车三辆，幼儿画板若干。

1、教师推出装有生活用品的小推车，表演拖着长腔、大声吆
喝叫卖的情景。

（1）提问：刚才老师在干什么呢？与平时商场、超市里售货
员卖货有什么不同？



教师小结：像老师这样拖着长腔大声喊着叫卖的声音叫“吆
喝”。

（2）引导幼儿结合生活经验模仿吆喝叫卖的各种声音，体验
模仿的快乐。

2、教师再次表演唱着叫卖的情景，引出小货郎的角色。

（1）提问：刚才老师又是怎么吆喝的？（注意强调：唱着叫
卖）

（2）帮助幼儿理解小货郎的角色含义和产生的社会背景。

角色含义：推着小车或者挑着担子、摇着小鼓、拖着长腔、
走街串巷、大声唱着叫卖的小商人叫小货郎。

社会背景：在爷爷奶奶、老爷爷老奶奶生活的那个年代，不
像现在这样，到处是超市、商场，那时想买什么吃的、用的
等生活用品都得等到小货郎来时才能买到。

1、幼儿完整倾听，感受歌曲的风格与情绪。

提问：听了歌曲有什么感觉？想干什么？

2、仔细倾听第一段，了解歌曲表达的内容。

（1）提问：在歌中，你听到小货郎是怎么叫卖的.？

（2）让幼儿随音乐表演第一段。

3、欣赏歌曲第二段，说说小货郎都送来了什么货物。

提问：小货郎送了什么货？都是谁喜欢的？

4、再听音乐第二段，教师出示货物及对应人物图片验证幼儿



说法是否正确，进一步巩固对歌词的记忆。（此处请幼儿跟
随音乐和教师手势指挥一起念白）

5、学习歌中节奏念白部分，领幼儿一起练习。（琴声伴奏）

6、引导幼儿了解卷舌音的特点并一起趣味模仿。

7、师生共同随唱歌曲一遍。

8、跟随琴声伴奏演唱歌曲一遍。

9、一起完整表演歌曲一遍。

1、提问：假如你是小货郎，你准备为哪些人准备货物呢？

2、引导幼儿知道，要想让货物卖得快就要选择别人喜欢的物
品。

3、请幼儿从椅子背袋中拿出贴有各种人物照片的画板，按教
师要求到自选超市选购商品图贴到相应的照片下。（此时反
复播放背景音乐让孩子熟悉歌曲旋律，教师强调操作要求：
每张照片下只能选贴一种商品图。）

4、请幼儿结伴说说所选商品，模仿练习歌曲中念白歌词。

5、请个别幼儿上台随琴声伴奏说节奏念白。

6、引导幼儿拿画板集体念白。

7、教师示范把个别幼儿的编词完整编到歌曲里。

8、请个别幼儿挑战老师，完整创编演唱。

9、一起拿画板集体演唱仿编歌曲。



教师、幼儿共同推着装有各种货物的小车到听课教师面前叫
卖货物。充分体验叫卖的快乐。（此处可让幼儿先分组讨论
任务和分工：摇鼓的、叫卖的、推小车的、收钱的、供货的。
）

小班音乐活动教案篇三

为了弘扬民族精神，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激励全班学
生勤奋学习、立志报国的巨大热情，使学生人人会唱爱国主
义歌曲，掀起演唱爱国主义歌曲高潮。学生在合作中享受着
音乐带来的快乐。

学校领导、音体美组的教师、七年一班全体同学。

要求内容健康，积极向上，与“爱我中华“主题密切相关的
节目。

包括唱歌（独唱、小合唱、表演唱）、音乐情景剧、舞蹈、
小品、相声、诗歌朗诵、故事剧、乐器表演等。

报幕式：在科代表的组织下预先制定好节目单，通过选举确
定主持人。活动时由主持人按节目单顺序报幕，演员按顺序
演出。

1、搜集有关爱国歌曲。利用课余时间积极进行排练，老师定
期指导检查。

2、每个同学都要参与，表演形式、合作伙伴、节目主持人和
评委都让学生自己选。

3、学生自由搭配，每人准备节目一个或一个以上节目，形式
和内容自由组合，自愿报名，节目单由音乐科代表完成。

4、音乐会将在音乐课堂进行，根据每个学生的参与、表现来



评定学生的平时音乐考核成绩。

师小结：在这次活动中，大家表现得非常出色，希望今后大
家能努力学唱更多的歌曲，继续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祝福、喝
彩！

七年级学生已学习了的大部分音乐课程，所以组织这样一场
班级音乐会学生可选择表演的内容较多。音乐会这样一种难
得运用的教学形式，对学生而言较新鲜，它给学生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表演平台，学生兴趣浓厚，基本达到了课前预设的
活动目的`。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搜集到的资料在课上
的汇总，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丰富知识，是一次难得的音乐
实践活动。

小班音乐活动教案篇四

1、初步了解音乐ab的结构,能做“挠痒痒”、“跑来跑去”
的动作。

2、根据教师的语言提示和自己的经验创编不同树干的造型和
树叶抖动的样子。

3、感受与同伴身体接触、游戏所带来的快乐。

教师教学策略：

1、观察“痒痒树”，引发幼儿兴趣。

“瞧，这棵树，猜猜它和别的树有什么不一样?”

2、教师用逗乐的神态呵痒痒树，并向幼儿介绍树的名字。

3、讲述音乐故事：“痒痒树”。



4、区分ab段音乐，随a段音乐做“挠痒痒”动作，随b段音乐
做跑的动作。

“听，这是小猴在干嘛?”

5、创编树干不同的造型。

“我也要来找痒痒树，在那里?”

“看，谁的树干和别人不一样?”

6、随音乐完整游戏，通过角色扮演感受与同伴、教师互动游
戏所带来的快乐。

“痒痒树好玩吗?你们想不想到痒痒树林去玩一玩?”

媒体呈现：

1、场景一：出现一棵树。

2、场景二：痒痒树抖动叶子。

3、场景三：“痒痒树”的故事。

4、分段音乐。

5、完整音乐。

儿童学习策略：

1、观察树木，在老师的提问引导下，发挥想象，并能大胆讲
述。

2、看老师呵痒痒树，感受痒痒树的有趣。



3、听故事幼儿掌握音乐结构。

4、听音乐感受音乐不同风格，区分出“挠痒痒”“跑来跑
去”的音乐。

5、模仿并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创编，并掌握游戏规则。

6、幼儿进行角色扮演游戏、与同伴、老师合作游戏进一步了
解音乐性质。

1、通过痒痒树的呈现和语言刺激，引发幼儿的好奇心，唤起
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2、通过拟声词和老师的神态引发幼儿对痒痒树的兴趣，知道
痒痒树名称，了解其特点。

3、通过故事的情境，帮助幼儿掌握乐曲结构，在第二段故事
中加入音乐，让幼儿感受ab段音乐不同的旋律。

4、通过之前的动画和自己对音乐的感受区分，并做动
作。(开始在座位上练习，让幼儿先在较稳定的氛围下进行练
习)

5、通过幼儿之间的相互模仿、教师的语言启发，激发幼儿创
编出不同的树干造型。

6、通过不同的游戏形式，带领幼儿多次进行游戏，并掌握游
戏规则。(开始让个别幼儿玩游戏，教师注意纠正、检查反馈，
针对幼儿的情况进行一定的调控，然后与同伴老师游戏，感
受愉悦的心情。)

小班音乐活动教案篇五

1.通过回忆“小金鱼”的特征，记忆歌词，并体验和感受切



分音和附点音符的节奏。

2.大胆参与歌表演活动，积极创编“啊呜一口吃掉它”的舞
蹈动作。

3.感受歌曲轻松愉快的情绪，体验和同伴一起边唱边玩的乐
趣。

1.已经感受过切分音的节奏。

2．动画vcd及钢琴伴奏《小金鱼》。

一、律动入场：

1．幼儿随歌曲《找朋友》音乐边唱边跳进入课室。

指导语：小朋友，我们一起去找个好朋友做游戏吧。

2．引导幼儿体验歌曲中切分音和附点音符的节奏。

指导语：我刚刚和好朋友做了一个跳舞的游戏，可好玩了。
我们是这样

跳舞的'：︱跳一跳︱跳呀︱。一起来试一试！（带领幼儿练
习并启发幼儿想出多种方式进行练习）。

二、学唱歌曲。

1．引导幼儿观看vcd并欣赏歌曲。

指导语：你们看，老师还找了一个什么朋友？

2．记忆并学唱歌词。

指导语：你们看到了什么？（从幼儿的语言中提炼出歌词）



（1）学习歌词的第一句“小金鱼呀眼睛大呀”，引导小朋友
用小碎步表现小金鱼游泳的姿态，鼓励幼儿模仿小金鱼的形
态大胆创编。

（2）师生在一问一答中学习歌词的第二句“游来游去不说话
呀”，提醒小朋友唱准切分音和附点音符。

（3）在游戏情景中学习歌词第三、四句，鼓励幼儿积极创
编“啊呜一口吃掉它”的舞蹈动作。

邀请三到四名幼儿个别表演，鼓励所有小朋友大胆创编。

3．带领小朋友进行歌表演，教师用体态提示幼儿，并逐步退
出，让幼儿快乐的自由表演。

4游戏：鳄鱼来了。幼儿随乐快乐的表演歌曲《小金鱼》，并
积极动脑筋大胆创编舞蹈动作。歌曲结束时，鳄鱼来了，小
金鱼赶紧游回家藏起来。

三、结束：这里真是太危险了！小金鱼，让我们一起游到大
海里去游玩吧！

小班音乐活动教案篇六

1．能唱准曲调，吐字清晰，并能大胆地在集体面前演唱。

2．能根据不同动物角色叫声的特点，随着歌曲旋律唱出来。

能唱准曲调，并能在集体面前演唱。

能根据不同动物角色叫声的特点，随着歌曲旋律唱出来。

1．日常学过猫走律动。



2．小动物头饰。

一、做猫走律动进入教室。

二、听《我爱我的小动物》音乐，老师扮猫妈妈，幼儿扮小
猫，一起在草地上玩耍。

三、学习歌曲《我爱我的小动物》。

1．提问：你们喜欢小猫吗？它是怎么叫的？

2．老师范唱，并用整首教唱法教幼儿唱3~4遍。

3．幼儿边唱边表演，鼓励幼儿大胆地在集体面前表演。

四、老师在其他动物头饰中，任意抽出一个，幼儿说出其他
叫声，并学习在歌词旋律的.伴奏下，替换歌词进行演唱。

复习打击乐《小兔和狼》，能听着音乐整齐的开始和结束。


